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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考研分数第一，我却落了榜”引起了众多网友的热议，

相关博客的访问量达23万多次，评论达5000多条，新华社、

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等权威媒体也相继发出相关报道和

评论。一个普通女生的考研遭遇竟引起如此多人的关注，一

定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作为局中人只能“常无欲以观其妙，

常有欲以观其徼”，高潮之中静下心来探讨一下其根由。不

难觉察到引起波澜的源头是广大网民对考研复试公正公平的

忧虑。 众所周知，目前我国研究生录取主要有两道关口，一

是全国统考，一是招生单位复试。其复试环节包括专业课笔

试、英语面试、综合面试、实验能力测试、身体检查等项目

。 研究生全国统考是纯粹的客观打分，四门功课从进考场到

网上公布分数全部程序都有严格的规范和制度，丁是丁，卯

是卯，掺不得假，弄不得虚。尽管这种考分难以全面反映考

生的能力，但由于它客观规范，量化性强，藏不得猫腻，考

生对它信任有加，群众也很少对它的公平性提出质疑。但考

研复试则不然，尽管它具有有利于全面考察学生能力、有利

于学生个性发展观察等明显优势，但由于其以主观评价为主

，过多的依赖于操作者个人的职业操守和道德良心，在当今

的社会世风下引起人们过多的怀疑。笔者本人就是一个操作

者（面试导师）又是一个怀疑者。我怀疑在打招呼、自我推

介、登门拜访的情况下，我还能不能排除干扰，心如止水，

“坐怀不乱”；怀疑即使我能达到圣贤地步，但我的好恶，



我的偏见，我的性格能否给考生一个公正的评价，尤其是让

我排出名次的时候。 当前的研究生复试究竟存在哪些问题以

至于激起考生和民众如此的不满呢？通过所见所闻和媒体的

报道，归纳其主要问题可能出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规则缺

乏公示。某些单位在复试前并不出“安民告示”告知考生每

个复试环节各占多少分数，复试分数占总分比例多少，是一

票否决制还是积分制，致使考生心中无数，在懵懵懂懂中进

行复试。例如由某单位招研，进行动手能力测试，试前和试

后均未告知要写实验报告，一周后才说未交实验报告，后来

了解到连监考人也不知道有交实验报告的要求。 二、复试各

科目报分滞后或录取结果不及时告知。大部分招生单位在复

试过程中，每进行一个科目，会即时将结果告知考生，录取

不录取也能在二三天内通知。但有少数单位则采取秘不告人

的策略，复试过程中各环节成绩和名次均严格保密，甚至最

终也不告知考生。例如某研究所一个专业只有两人参加复试

。当天就可将卷纸成绩和面试评价汇总完，但该所七天后才

告知考生是否录取。迟报或不报各环节分数和名次，晚告知

录取结果，无疑剥夺了考生的知情权，增加了单位内部调整

和周旋的机会。其后果是失去了考生对复试的信任。 三、程

序不规范。面试时什么条件能当考官？考官几人？是单数还

是双数，一个单位内没有明确的规定，谁是主问谁是辅问，

谁问专业，谁问个人情况，分工不明，实验能力测试只是随

便指派一个人看一看，随意性很大。 四、出题不规范。对于

不同考生面试问题难度差别很大，对于本校考生或重点学校

考生面试问题很简单，象征性的提个问题、走个过场，有的

甚至不提问题只说“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了”就算过关了。



有的导师所提问题根本没有固定答案，如提问“化学反应分

几种类型”这就和问中国人分几种类型一样难以回答。另外

面试时间差别很大，有的20分钟，有的仅4、5分钟。 五、打

分不规范。面试和实验能力测试预先不分等级，没有尺度，

失误多少，扣多少分，没有任何标准规定，有时仅凭一个类

似脑筋急转弯的问题，或一个动作错误即被定为应变能力差

、专业知识差、动手能力差等，考生多有不服。 六、面试缺

乏回避制度。很多院校都由考生的任课老师，班主任，毕业

论文导师作为考官面试录取学生的情况，那么对同时参加面

试的外校学生就缺乏说服力。 七、缺乏投诉、复议程序或不

公布投诉、复议途径。考生有疑问、有异议无处查问，只能

忍气吞声，吃哑巴亏。有的考生被淘汰，只是电话告知，“

你实验能力不合格，不能录取”，考生再追问怎么不合格？

对方说“不能告诉你详情”就扣下了电话。 八、缺乏组织监

督。对整个出题、复试、评分过程，无有监督、检查，有些

单位将一切权力下放到教研室，任由操作人员凭着良心去做

为。由于监管不到位，造成许多单位人情、关系泛滥，暗箱

操作成风。个别院校或院系有教师复试前办小型学习班、开

小灶，由参与出题人员或复试考官对本校考生或关系考生进

行群体辅导和个别交待，漏题、交底就见怪不怪了。 九、将

考生按出身不同，分成三、六、九等。同样的统考成绩，同

样的复试分数，重点院校或知名院校优先录取，甚至非重点

院校考生在成绩占明显优势的情况下也被莫名其妙地淘汰。

有些单位肆口贬低学校和考生，将非重点院校和其学生概之

以考研基地、考研专业户，失去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

原则，剥夺了非重点院校同等分数、同等能力考生的读研权



利。 十、对参与招研和复试的工作人员和导师缺乏教育培训

和组织规范，未进行政策交底，未明确交待权利、责任、规

范和纪律。考生向工作人员提出问题，一问三不知；有些导

师稀里糊涂赶到考场，问一些不沾边的问题，有的监考老师

竟不知道收哪几份卷子，考生敢怒不敢言。 出现以上问题的

社会根源在于政府监督的缺位；内部原因在于，招研单位把

研究生复试当成自己的家务事，认为只要统考上了线，录取

不录取在于我，录取谁都一样，忽视了教育的公正和公平，

忽视了对社会负责和对考生的负责。同时，部分单位缺乏平

等观念和对考生权益尊重的意识，更没有为考生服务的意识

，也是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之一。 以上问题的存在，严重地

破坏了国家教育考研录取的公正性，损害了研究生制度的权

威性，在许多地方和人群中，一提考研复试，无不摇头叹息

，无可奈何。难道考研复试就是一块禁地，不能进行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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